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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一个乞丐出现在
一个等车的男人面前，乞求
施舍。这个男人没有理睬。

作为一个职业乞讨者，乞丐
丝毫没有气馁，一直纠缠这
个男人。

男 人 计 上 心 来 ， 说 ：
“如果你告诉我，打算如何使

用乞讨来的钱，我就会帮助
你。”

“我打算买一杯茶。”乞
丐答道。

“对不起，先生，”男人

说，“我可以给你一支烟，

代替那杯茶。”说着，他从口
袋里掏出一包香烟。

“我从不吸烟，先生，”

乞丐说，“吸烟有害健康。”
男人笑笑，收回香烟，

又从口袋里掏出威士忌酒，

递给乞丐：“把这瓶酒拿去，
好好享用一下吧。”

乞 丐 又 一 次 拒 绝 道 ：
“酒精麻醉大脑，还会损害肝
脏。”

男人又笑笑，将威士忌
酒收起来，说：“现在我要
去跑马场，你不如跟我一起
去玩玩，我提供马票。我们
一起下注，如果我们赢了，

赢来的钱全部归你。”
“对不起，先生，”乞丐

说，“我不能和您一起去，因
为赌马是一种恶习。”

男人眼睛一亮，接着邀

请乞丐到自己家，乞丐流露

出喜悦的表情，以为马上就
要得到钞票。他有些疑惑，

问：“先生，您为什么要带我

到你家里呢？”
男人答道：“因为我妻子

一直都想看看，一个没有恶

习的男人是什么样的。”
摘自《青年参考》

1905年，在德国巴伐利亚的

一座小城里，没有人不知道一位

叫菲尔德的钟表匠，因为他的手

表做得非常好，不但防水而且自

动。这个消息被同城的一位叫汉
斯·威尔斯多夫的钟表商知道了，

于是他急忙找到了菲尔德，并看

了他那些纯手工制造的手表。
惊讶之余，威尔斯多夫说：

“菲尔德先生，我想聘请您到我的

公司来当技术总监，怎么样？”见

菲尔德半天不吭声，威尔斯多夫

又表示，只要菲尔德出个价钱，他
愿意购买菲尔德研制手表的技

术。“不。”菲尔德拒绝道，“我是不

会受眼前一点利益的影响而放弃

自己的追求的，我的理想是研制
出一款世界上最好的手表来。”

钟表匠菲尔德的理念居然与
自己的如此接近，是威尔斯多夫

没有想到的。但他知道，一旦菲

尔德在自己之前研制出了那款手

表，自己的公司将会受到前所未
有的威胁。

怎么办？只有抢在菲尔德之

前研制出那款手表才是公司唯一
的出路。但是，菲尔德显然在技

术上更胜一筹，要抢在他之前研

制出那款手表谈何容易。

就在苦无良策的时候，威尔

斯多夫得到一个消息：菲尔德在

研制手表的同时，还兼做草帽生

意。
威尔斯多夫立即让助手去向

菲尔德订购草帽。

助手莫名其妙地问道：“您要
的是他制表的技术，现在却订购

他的草帽，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威尔斯多夫微笑着说：“如果

出售草帽的利润超过了一块手表

的价值，菲尔德还会费尽力气去
研制手表吗？”

果然，菲尔德在收到草帽的

订单后，决定将研制手表的事情

暂时放一放，而先去赶制草帽
了。就这样，威尔斯多夫为自己

研制出手表并抢先上市赢得了时
间。他给那款有着防水和自动功

能的手表取名为“劳力士”。

当劳力士手表迅速地占领市

场并成为世界品牌后，威尔斯多
夫才指着自家后院那一院子的草

帽告诉菲尔德，那就是他的作

品。恍然大悟的菲尔德这时已悔
之晚矣。

摘自《莫愁·天下男人》

前几年，表哥的鞋店开张伊
始，没有本钱，没有经验，时常听

见他诉苦，说竞争激烈，生意难以
维持。可是渐渐的，就不再听见他

的诉苦，倒是常听见他爽朗的笑
声，可以肯定，他的生意越来越红
火了。

我穿的鞋都是从表哥那儿
买 。 那 次 去 买 鞋
子，我见到了一位

挑剔的顾客。表嫂
服务非常周到，仍

然不能使她满意。

那位穿着时髦的少
妇试穿鞋子时，小

一号嫌挤，大一号则嫌太宽松，
虽然她已经对那双鞋子的款式比
较满意，可是就在鞋子的号码上

拿不定主意。
表嫂笑着对她说：“你的袜子穿

得太厚了，如果换一双真丝的袜
子，穿起来肯定舒服，我刚买了一
双真丝袜子，要不你换上再试一

试？”那位少妇同意了，表嫂进里
屋拿出了一双还没有打开封口的袜

子，让顾客穿上。顾客换了袜子再
试那双小一号的鞋子，果然感觉非

常满意。表嫂说：“这双袜子也送给
你吧，我另外再去买一双。”顾客
很高兴，买走了鞋子。

这时表哥来了，我们去里屋说

话。忽然，我看到里屋的桌子上有
一沓新袜子。我笑着问表嫂：“你
那双袜子本来就不是买给自己穿，
而是给顾客准备的吧？”

表 嫂 也 笑 了 ， 告 诉 我 说 ：
“皮鞋都是越穿越宽松，可是一
些顾客在买新皮鞋时就要求合

脚，穿得稍微不舒服就不买了，

所以我就准备了一些袜子，让他
们换了袜子再试，袜子的厚薄虽

然差别不大，但感觉绝对不同。
其实这些都是为他们着想，如果

他们把鞋子穿一段时间再觉得不
合适，那就麻烦了。”

表哥笑道：“都是我出的主意

啊。”表嫂不让他说是自己的主
意。看着他们争功，
我感觉很有趣，也为

他们感到高兴。他们
知道顾客的心理，在

顾客犹疑不定时，不

是把一些观点强加给
他，而是巧妙地通过

事实让他们接受。这样很好地缓
解了主顾之间的关系，也活跃了
气氛。

现在，在这条高档服装商铺林
立、竞争激烈的街道上，表哥的鞋

店立稳了脚，生意兴隆，顾客盈
门，他成了一个成功的店主。

摘自《经理日报》

在青春的路口，曾经有那么一条小
路若隐若现，召唤着我。

母亲拦住我：“那条路走不得。”

我不信。

母亲心疼地看我好久，然后叹口气：

“好吧，你这个倔强的孩子，那条路很难
走，一路小心！”

那的确是条弯路，我碰壁，摔跟头，

有时碰得头破血流，但我不停地走，终于
走过来了。

坐下来喘息的时候 ，我看见一

个朋友，自然很年轻，正站在我当年

的路口，我忍不住喊：“那条路走不

得。”
她不信。

“我母亲就是从那条路走过来的，我

也是。”
“既然你们都可以从那条路走过来，

我为什么不能？”

“我不想让你走同样的弯路。”
“但是我喜欢。”

我看了看她，看了看自己，然后笑
了：“一路小心。”

在人生的路上，有一条路每个
人 非 走 不 可 ，那 就 是 年 轻 时 候 的

弯路。不摔跟头，不碰壁，不经风

雨 ，怎 能 走 向 成 熟 ？ 怎 能 炼 出 钢
筋铁骨？

摘自《上海大众卫生报》

1992年的冬天，对于严介和来说

特别寒冷，他好不容易东拼西凑筹措

到10万元成立了自己的企业，可是

却承包不到一个工程。

有一次，严介和偶然从一位朋
友处得到一条信息：南京市环城公

路要开工建设。这条消息对于严

介和来说如获至宝，他马上就去南
京。可是茫茫人海，严介和在南京

一个熟人也没有，他更不知道南京

市环城公路指挥部在什么地方，要

找谁才能够承包到工程。但严介
和有严介和的办法，他一到南京就

打上一辆出租车，然后像南京通一

样对出租车司机说，把我送到环城

公路指挥部去，司机还真的就把他
拉到环城公路指挥部。

可是找到环城公路指挥部，指挥
部的人却像驱蚊子一样把严介和赶

走了。因为他们不相信严介和有这
个能力，更不相信严介和有这种资

历。严介和一次次被人赶出来，严介

和一次次地不甘心，第十一次的时
候，终于有一位工作人员被他的诚心

所感动，问严介和，你真的想承包工

程?严介和说怎么不想，不想我就不

会这么一次又一次地跑来了。于是

这位工作人员对严介和说，我知道有

位承包商想把自己手里包的3个小
涵洞项目承包出去。严介和眼前一

亮，马上说我愿意承包。

等到严介和拿到 3 个小涵洞

项目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已经是
第五次承包了，这 3个小涵洞的项

目是谁承包谁倒霉，不要说赚钱，

光管理费就要交纳 36％。面对这

样一个项目，许多人都劝严介和
不要做，或者像别的承包商那样

昧着良心再承包给别人。

可是严介和偏偏不这样做，他不

但不这样做，还对自己手下的工程人
员说：“既然承包下来了，就真材实料

地把这3个小涵洞的工程做好，只当

我们这个企业留在世上的最后一个

工程。”因为严介和的心里明白，按照
自己真材实料的工程做下来，自己最

少得亏损8万多块钱，而这8万多块

钱，对于自己刚刚成立的一个才10
万块钱的企业来说，弄不好就是灭顶

之灾。

大年三十，3个小涵洞的工程完

工了，严介和把工资发给工人们，工

人们带着欢喜回家过年去了，严介和

却一个人面对这3个小涵洞流下了
眼泪，他不知道自己的路该如何走，

第一个工程就出师不利。

l993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可是

严介和却觉得自己的春天还没有来
到，因为他还是没有接到工程，正当

他不知该怎么办的时候，南京环城公
路指挥部却找来了。原来环城公路

指挥部在对3个小涵洞验收的时候，
指挥部工程师、总工程师以及相关人

员都以各项全优验收了这3个涵洞，

指挥部总指挥指着涵洞说：“这些活
谁承包的，给我找回来，我的工程就

需要这样的工程队来承包!”

就这样，严介和的春天到了，他
在环城公路的建设中一下子脱颖而

出，从一支没有一点名气的杂牌军，
一下子升级为指令性承包队，当年就

承包了3000多万元的项目，并且净
赚了800多万元。这个时候的严介

和才明白，一个人只要不亏自己的良

心底线，不亏自己的职业道德，生意
场上亏损的那些钱其实都是赚了，因

为赚到一个好的名声，赚到别人的信

任，赚到一个人在社会行走所必须拥
有的诚信，那才是他一生中拥有的最

大财富。
摘自《思维与智慧》

从前，有一个人很怕老婆。有一天，他趁老

婆不在家的时候偷吃了一盒年糕。晚上就被老
婆打了一顿，又罚跪三更。

第二天，他越想越想不通，不知自己的命为
什么这样不好，便到街上找算命先生给自己算
算命。

算命先生问：“请问贵庚多少？”他赶忙回
答：“跪到三更。”

算命先生道：“我不是问这个，我是问你年
高几何？”

他委屈地说：“我还敢偷几盒？我只吃了一
盒。” 摘自《笑林》

“蚂蚁怎么睡觉？趴着睡还是仰

着睡？”
“黄瓜明明是绿的，为什么不叫

绿瓜？”

“买东西为什么不说买南北？”
“鸟在树枝上睡觉，睡着了为什

么不掉下来？”
这些都是孩子的问题。许多人

做孩子的时候都曾有过类似的问题，
有时问的问题还很多，可是年龄大了

以后，问题就越来越少，
过去有过的问题也逐渐忘

记了。
这是为什么？

不要小看这些问题，

让我们再来看一些也是孩
子的问题。

“苹果熟了，为什么不掉到天

上，而要掉到地上？”
“水壶里的水烧开了，为什么壶

盖会往上跳？”

“母鸡孵鸡蛋可以孵出小鸡来，
我去孵鸡蛋，能不能孵出小鸡来？”

“操场上有块大石头，和周围山

坡上的石头都不一样，它是从哪里来
的？”

这些问题大家都很熟悉，都知

道这些问题同一些科学家后来的发
明、发现有相当的关系。

爱因斯坦说：“提出问题比解决问

题更有价值。”问题提出来了，最后
总可以找到解决的答案。如果连问题

都没有，那还有什么解决的希望
呢？

许多美国母亲在送孩子入学
时，往往会说：“孩子，今天上学，给

老师提两个好问题。”

美国的老师，无论小学、中

学、大学的老师，上课时都会说：
“有什么问题吗？” 犹太人更进一

步，差不多孩子每天放学回家，妈

妈都要问：“给老师提了什么问
题？”中国的妈妈在送孩子上学

时，多数会说：“好好听老师的

话。”
这是很小的差异，但却是很重

要的差异。

李政道博士和北京中学生座谈
时，为中学生题词：“求学问，需学

问。只学答，非学问。”

毛泽东也说：“要学一个孔夫子，
每事问。”

因为提问是创新的开始。怎样
保护和发展孩子提问的积极性，关系

到民族的创新能力，关系到每一个孩
子的前途。

中国大百科
全书出版社出版

了《中国儿童百
科全书》、《上

学就看》之后，

又在全国孩子中
征集了九千多个孩子自己的问题，从

中选取一千个问题，出版了《中国儿

童好问题百科全书》。本文开头的几
个问题就是选自此书中。相信这一套

贯穿新的教育理念的儿童百科全书会

受到孩子的喜欢，甚至也会受到大人
的喜欢。这会使看了这套书的人问题

更多，更会提问题，也更会创造自己

幸福的未来。
摘自《特别文摘》

神奇的“袜子”

劳力士出名靠草帽

非走不可的弯路

求学问，需学问

没有恶习的男人

怕老婆

有位军官应邀去做婚礼的司仪。到底是军
人，主持婚礼时说话简洁有力，有板有眼。只听

他说：“新郎新娘，向左转，一鞠躬，拜父母！向

后转，二鞠躬，拜亲友！新郎向右转，新娘向左
转，夫妻对拜！”

众人听了，又惊又喜。仪式完成，众人正准

备坐下喝喜酒，不料司仪突然喊道：“队伍解

散！” 摘自《幽默与笑话》
农夫回家时，发现屋里有个衣

不蔽体的陌生人。“嘿，”他大声
喊 ， “ 这 是 我 的 家 ， 你 赶 紧 离

开！”“尊敬的先生，”陌生人回答，
“从今天起，这儿也将是我的家

了。您怎么可以把我赶走呢？”农
夫奇怪地问：“我以前怎么没见

过你，你到底是谁？”

“我是‘贫穷’啊！您最近是不

是总觉得入不敷出、捉襟见肘？昨天
为了买那顶新帽子，您不是还卖掉了

一把斧头吗？这就说明我要在这儿住

上一段时间了。”
听说贫穷要常住下来，农夫很

苦恼：“这家伙赤身裸体，亲戚

和邻居们一看就知道贫穷住在我
家里，这可太丢人了。我得想个

法儿把这个混蛋打发走。”但他绞
尽脑汁也想不出一个好主意。最

后，他决定给贫穷做一件外套，

他想：“如果我把他装扮起来，

或许能瞒过周围的人。”

于是，农夫量好贫穷的尺寸，
拿到镇上的裁缝店去，让师傅按

这个尺寸做一件华丽的外套，为
了买衣料和付手工费，农夫不得

不卖掉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但
他咬咬牙，心想：“花多少钱也

比被别人笑话强。”
新衣服终于做好了，农夫迫不及

待地让贫穷穿上。“实在对不起，”
贫穷微笑着说，“这件衣服不合身，

我穿不进去。”“这个骗人的裁缝！”

农夫气急败坏地说，“我付了那么多
钱，他竟敢把衣服做小了。”

“不要责怪裁缝，这不是他

的 错 。” 贫 穷 解 释 说 ，“ 当 你 花
钱 来 掩 饰 我 的 时 候 ， 我 变 得 更

大了。”
当我们想极力掩饰自己的错误

时，那错误变得更大了。

摘自《环球时报》

主婚

贫穷的外套

美“免费族”以捡拾“垃圾”为生

一些分散在世界各地、自称为“免费

族”的人们尝试着推迟生态系统的崩溃，
他们认为地球正面临着这种危险。这些
人并没有为此花费金钱，只是重新利用

每天被丢弃的尚可食用的部分食物，而
这些食物为数并不少。

纽约一些超市门前，每晚堆积着

数十个可能装满垃圾的口袋。但是，
如果我们像大学教授珍妮特·卡利什

一样每周翻捡
两次这些垃圾
袋，就很可能

找到各种各样
的新鲜水果、
蔬菜、酸奶、果

汁、面条、大米、鸡蛋、肉和熏鱼。
马德琳说：“一年以来，我80%的食

物都是这样获得的。最多的是面包。
每晚上千个面包被丢弃。蔬菜通常是
包装好的，干净的。水果有时被撞碎
了，但多数情况下外观很好。可以找
到无数酸奶，大多数没有过期。面条

和大米有时仅仅因为包装破了就变成

了垃圾。”

马德琳今年50岁，居住在一所摆

满书籍的宽敞公寓里，是一个非政府

组织的发言人，此前曾在一个跨国公
司工作。她说：“每个人都可以决定如
何履行自己的承诺。我作出了一个负
责的决定——违抗购买的指令。这是

一种对消费社会的抵制行为。人们消
费过度，这么做就是在戕害地球。因

此我尽量少买东西。书是旧的，家用
电器是我自己修好的，衣服是从自由

市场买来的。”
她是纽约数百“免费族”成员中的

一个。他们每天捡拾的食物都是能吃
的，与在超级市场中购买的无异，有的
甚至就是来自那些市场。

也许有些食物过期了一天，有些
食物两天后过期。但其实我们察觉不
到它们的区别。商店为食品制定的保

质期远远早于必须将其丢弃的期限。
但是为什么把它们扔掉？因为供过于

求。此项运动的推动者之一亚当·韦

斯曼说：“有些超级市场收到更加新鲜
的货物就把原来的丢掉，仅仅是因为
缺少空间。”一个超市店员看到“免费
族”捡拾垃圾的时候证实了他的话。

“免费族”在垃圾堆里小心翼翼地
翻找着“宝藏”。珍妮特带着一个装满

食物的背包，面前是两垃圾袋干净的
胡萝卜。虽然这些胡萝卜当天过期，

但两天后被她端上
餐桌时仍非常美
味。

据亚利桑那大

学的一项研究表
明，美国生产的食

物中有 40%未经食用就变成了垃圾。

这意味着美国家庭每年白白扔掉了
400亿美元。联合国粮农组织称，全球
有8.52亿人口营养不良。据美国全国
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纽约市有200万人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为了改善这种状
况，抵制过度消费，很多像“免费族”一

样的有识之士正在不遗余力地进行努

力。

摘自《参考消息》

谈朋友叫选股，订婚叫建仓，
结婚叫成交，生子叫配股。

超生叫增发，感情不和叫套

牢，白头偕老叫长线，自由恋爱叫
开放式基金。

涉外婚姻是ＡＢ股并轨，
婚姻登记是新股申购，举办婚

礼是新股上市，旅行结婚是境

外上市。

未婚先孕叫跳空高开，父母
给钱叫资产注入，离婚叫解套，吵

架叫震荡。
分手叫割肉，失恋叫跌停，第

三者叫黑马，蜜月叫长阳线。

分居叫停牌，再婚叫重组，复

婚叫反弹。
分娩叫除权，喂养叫填权，与

老人住在一起叫整体上市，与老
人分开住叫股权分置。

请红娘做媒叫委托理财，一

家人和和睦睦叫基本面很好，山

盟海誓叫股市泡沫。
摘自《家庭周报》

有这样一个笑话，说是老万去
坐火车，刚一进站，火车就开了。
他连跑带喊让停车，火车就是不理

他，而且越开越快，气得他跺脚发
誓：“好吧，咱明天再说！”第二
天，他买好车票，早早等在候车室
里。他第一个进了站，可就是不上
车。眼瞅着火车慢慢地开走了，他

才举起手里的车票，高兴地说：
“哼！昨天你闪了我一下，今天我也

美美地闪你一下，看你以后还敢
吗？”

这个老万真有意思，明明是自

己去晚了没赶上车，却偏偏认定是

火车“闪”了他，浪费了钱，耽误
了时间，也要报复一下，美美地

“闪”一回火车。
听过这个笑话的人，可能都觉

得老万有点傻。可是有很多聪明

人，也在做着类似“闪火车”的事。
我有一位朋友，在一家企业

的设计院上班。去年春节，他在

长假之外，多请了一星期的假，
被扣了两百元工资。按说这是单
位的规定，没什么可抱怨的，可
他就是不理解。他不是心疼那两
百元钱，而是觉得请了假还被扣
钱，这样的制度很不合理。他不

仅在和同事们聊天时发牢骚，还

几次去找单位领导理论，说领导
不懂得人性化管理。

牢 骚 发 过 了 ， 领 导 也 找 过

了，我想，朋友也该心平气和开

始工作了。可是在朋友心里，这
件事情还没有完。他所在的设计

院工作很忙，有时候双休日也要
加班。遇到这种时候，朋友就请

假。朋友跟我说：“去年春季请

假，单位扣我的钱，如今我在法
定的双休日请假，我倒要看看，
单位还能不能扣我的钱？”在那
些加班的双休日里，他的同事们

都在工作，辛苦的同时技术水平
提高了，奖金也提高了。而他，
一个人待在家里，看电视、睡
觉，实在觉得无聊，就找我喝
酒，几两酒下肚，就反复谈他为

什么要请假，为什么不加班，说
话时的表情，和“闪”火车后的
老万一样的兴高采烈。

生活中有很多“闪火车”的
人。有的人，觉得某个朋友在某件

事情上对不住自己，即使这件事情
小得不值一提，而且已经过去很
久，他也会处心积虑地寻找机会，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也要“闪”那

个朋友一次。有的人，努力工作得
不到应有的回报，单位“闪”了自

己，自己也要“闪”单位，于是就

不思上进，开始混日子——这些人
都是很固执的，他们认为自己做得

很有道理，却不知道，“闪”来
“闪”去，被“闪”的其实是自己。

摘自《生活日报》

“闪火车”的人

股市人生词典


